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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多态性可影响血小板膜
UX

'

E
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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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样本
6

例*

"2$8

,!镜检与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结

果相符%故将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提示
BQJ?Q\

列为镜检复查规则
2

%分析总颗粒数大于
6&&&&

(

#

9

!其他颗

粒大于
$&&

(

#

9

!电导率大于
$%5:

(

35

的数据!多见于红细

胞&白细胞&结晶引起的混浊尿!或符合镜检复查规则
/!2

%

由于混浊尿内干扰因素众多!内含细胞团等大团块物!易阻塞

管道!而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缺乏预警能力!导致后

面的样本分析错误%故将混浊尿列为镜检复查规则
3

!不进行

流式分析!以显微镜镜检尿有形成分%

A

"

讨
""

论

研究结果表明!
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受许多因

素干扰!如结晶&白细胞碎片&细菌&真菌&脂肪球&卵磷脂小体

等干扰
BVY

测定!较大的结晶&

QY

碎片&细菌&真菌&

:BY

*包

括体积相似的吞噬细胞&移行上皮细胞&肾小管上皮细胞等,等

干扰
\VY

测定!黏液丝&较大的结晶&上皮细胞&假菌丝&纤维

丝&成团的细胞等干扰
Y7:;

测定!导致不同程度的假阳性!

分别占样本总数的
%2"8

&

*2!8

&

6(2"8

+同时也存在假阴性!

分别占样本总数的
!2"8

&

!2#8

&

&2(8

%与文献报道较为一

致-

$)*

.

%究其原因!可能是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的基

本原理仍是根据有形成分的大小进行非形态分析!其作用只能

是筛选-

!

.

%同时!干化学的影响因素众多!也只能作为一种过

筛手段%实验室必须制定适合的复查标准!以保证尿液整体化

分析的质量%本室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测定
BVY

的敏感度*

"!268

,与特异度*

%%2(8

,与文献报道有所不同!这

可能是因为各室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
BVY

生物参

考区间不一&判别标准有异所致-

%

.

%

本研究基于
!&($

例尿样的整体化分析结果!同时观察

L̀ )!&&&1

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的异常数据及报警!建立镜检

复查规则如下'

/

BVY

(

V9S

不符合&及
BVY

散点图异常的样

本+

0

\VY

与
9QL

结果不符合&

9QL

阳性伴
QY

&

:BY

阳性以

及
\VY

散点图异常的样本+

1

XBA

阳性的样本!应显微镜检

查管型+

2

L̀ )!&&&1

仪提示复核*

BQJ?Q\

,的样本+

3

混浊

尿+

4

泌尿&肾病患者!临床有要求的样本!及
L̀ )!&&&1

仪分析

数据为零的样本%本组结果提示!顾可梁-

"

.报道的其他一些镜

检复查规则!如总颗粒数大于
6&&&&

(

#

9

&其他颗粒大于

$&&

(

#

9

!电导率小于
(5:

(

35

或大于
$%5:

(

35

!红细胞荧光

强度分布宽度大于
6&3I

等!常伴镜检复查规则
/!3

出现!

因此这些规则可不单独列出%

!&($

例样本查见
Y7:;

而

XBA

阴性的样本
!'

例!除
!

例细颗粒管型外其他均为透明管

型
&

!

!

(低倍视野!主要见于老年患者%通过镜检复查!

Y7:;

的正确度达到
""2%8

!故本组认为镜检复查规则
1

可以接受%

经验证!本室建立的复查规则复查率
6!2"8

!假阳性和假阴性

均大为降低!

BVY

漏检率*

!2$8

,低于周强等-

!&

.报道的
$2"8

%

经
Q

检验或
+

' 检验!运用规则后各项临床诊断性试验评价指

标均有改善!其中特异度&正确度&阳性预测值显著提高*

E

)

&2&&!

,%说明本室复查规则能保证尿液整体化分析的质量与

速度%

综上所述!本研究为建立本实验室的镜检复查规则提供了

基础性数据!也为尿液整体化分析规则的确立与细化提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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